
走進七台河地標建築短道速滑冠軍館，已故教練孟
慶余——這位被稱為七台河短道速滑奠基人的事

跡令觀眾動容。

零下40度澆冰 孟慶余成奠基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七台河市沒有室內冰場，運動員需

在空地上澆冰（「澆冰」是保障運動員們冰上訓練必不
可少的一環，它能夠使溫水重新結冰，從而使冰面保持
光滑平整。）訓練。因為沒有澆冰機器，教練孟慶余只

能把一個大鐵桶放在爬犁上當作水箱，人
拉着一噸多重的爬犁走。
「他自製訓練器材、創製訓練方法，隊

員們凌晨四點訓練，他就頂着零下四十度的
嚴寒，提前拉着裝滿水後近一噸重的澆冰車
為隊員們澆冰場。」解說員關厚焱說。
孟慶余本是一名哈爾濱知青，從小酷愛

滑冰，1969年來到七台河，在新建煤礦當
上井下採煤工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孟慶
余被市體委選中組建滑冰隊並任教練，在
其帶動下，滑冰運動在七台河快速興起。
儘管生活和訓練條件艱苦，但孟慶余克

服一切困難既要下功夫指導孩子上冰訓練，
又要照顧孩子飲食起居。1986年，孟慶余

提出專攻短道速滑項目的想法，創造了七台河短道速滑事
業的輝煌。2006年在他去世後，他的弟子們紛紛接過他的
秒錶，把短道速滑的火炬傳遞下去。

選拔機制完備 設業餘職業體校
2013年，七台河體育中心的室內冰場投入使用，結束

了當地無室內冰場的歷史；2017年，七台河職業學院張
傑冰上運動學院成立，學院開設短道速滑專業，培養短
道速滑教練員；2019年，七台河職業學院短道速滑訓練
中心成立……
如今，七台河已建成短道速滑特色校—少兒短道速滑

業餘體校基礎班—少兒短道速滑業餘體校重點班—黑龍
江省短道速滑青年隊的梯隊式培養模式，形成了較為完
備的培養和選拔機制。
「因此七台河的人才梯隊建設較為完善，也是全國短

道速滑項目後備人才儲備最充裕的城市。」少兒短道速
滑業餘體校重點班教練員李國鋒說。
「滑冰是越小培養越好，條件不合適的也能盡早回歸

正常的校園生活，七台河依託11所短道速滑特色學
校，開展『體教結合』的培養模式，使孩子在學滑冰的
同時，也進行知識課程的學習和道德教育的培養。」李
國鋒表示，他所執教的隊伍孩子年齡在8到12歲，雖以
培養專業運動員為主，但孩子們上午都會去學校學習

語、數、外等主科文化課，下午冰上訓
練結束後，還有統一的自習課，完成學
校布置的作業或課後輔導。

滑冰中小學必修 建人才「金字塔」
據了解，七台河已經連續23年舉辦青少年上冰雪活

動和中小學生速滑賽，全市中小學體育教學也把冰雪項
目列為必修課程。從2014年起，七台河市將滑冰納入
中考，滑冰佔體育學科總分80分的半壁江山，這使滑
冰受到更多重視，不斷擴大着七台河冰雪項目人才「金
字塔」的底盤。
姚忠華出生於黑龍江省伊春市，從省隊退役後現任七

台河市體育局少兒短道速滑業餘體校重點班教練員。他
說：「以前我只知道七台河的短道速滑隊伍好，出成
績，來到七台河真的大受震撼，這裏全民皆『冰』，七
台河人們對短道速滑的熱愛，這種氛圍和環境是其他地
方模仿不來也無法替代的。」
「冠軍夢」對七台河的孩子而言並不遙遠，他們從小

耳濡目染，心裏對冠軍的渴求非常強烈。執教兩年，姚
忠華感慨道，「七台河整座城市都在朝着『冠軍』使
勁，這種精神讓大家都很有鬥志。」同時，作為七台河
第一位世界冠軍，回到七台河執教短道速滑隊伍的張傑
表示，「這是我熱愛的事業，我甘願為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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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是一種傳承，我們都是七台河人，我希望以後有更多七台

河的孩子，能接上我的這一棒。」和隊友奪得北京冬奧短道速滑混合團

體接力冠軍，為中國摘首金後，范可新向媒體動情地說。

七台河市，黑龍江省一個常駐人口不足70萬的小城，昔日以「煤

城」著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先後誕生了楊揚、王濛、孫琳琳以

及范可新等10位短道速滑世界冠軍。截至18日，中國在歷屆冬奧會上

獲得的21枚金牌中，7枚與七台河有關。這裏培養的運動員共獲得國家

級金牌500餘枚、世界級金牌170餘枚，打破10餘次世界紀錄，令這

座小城成為短道速滑冠軍搖籃，被譽為「冬奧冠軍之鄉」、「冠軍之

城」 。傲人成績的背後，離不開近五十載為短道速滑事業奉獻的一代

又一代的教練，以夢為馬，甘為人梯，傳承「敢為人先，勇爭第一」

的冠軍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于海江 黑龍江七台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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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短道速滑能有今天，是因為一代
一代的教練懷着對這份事業的熱愛和對家鄉
的情懷，不圖名利地做同一件事。」現任七
台河市體育局少兒短道速滑業餘體校重點班
教練員李國鋒說。
曾在2013至2014年度全國短道速滑聯賽上
獲得1,000米項目冠軍，後因傷退役，做了教
練，李國鋒感慨道：「我和我的師兄弟們都
經歷過，退役後面對家鄉的『招手』和南方
城市的高薪聘請，我們都義無反顧地回到了
家鄉。這可能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吧，七
台河培養了我們，這份情結讓我們無法割
捨。」李國鋒說。
該校另一教練員姚忠華也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京、上海、山東等地都向我拋出
過橄欖枝，相比優厚的待遇，但我更相信七

台河能成就我培養世界冠軍的夢想。」
「我們這些教練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能

延續好前人蹚出的路和種下的樹，還要不斷
栽種新苗，並把他們培養成才，讓七台河的
短道速滑長盛不衰。」李國鋒說。

全國各地孩子慕名來
李國鋒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正是有了一批
批回歸家鄉的教練員的接續發力，才使七台河
有了如今的成就。「現在說起短道速滑大家就
認七台河！除了本地和省內的孩子，還有全國
各地慕名而來的，七台河培養的外地孩子約佔
三分之一。」李國鋒說，在他執教的20人的訓
練小組中，就有來自江蘇徐州、山東德州、遼
寧鞍山和吉林白城的孩子，「他們年齡在8到
12歲，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世界冠軍。」

在姚忠華所帶領的小組中，有一名來自遼
寧省的11歲小隊員趙鼎碩，他曾是當地實力
不錯的輪滑小將，聽聞七台河「冠軍之鄉」
的名頭後，決定來此轉滑短道速滑。
「有不少外省的孩子來的時候都是零基

礎，也有像趙鼎碩一樣的『輪轉刀』選
手，他們需要很長時間轉換輪滑思
維，增強對短道速滑的理解，
還要調整技術。」姚忠華
說，這是一個比較漫長的
過程，有困難有挑戰，
也會有瓶頸，但這些
孩子都非常頑強，
一直在進步，這
應該就是熱愛
的力量。

丹心育才拒高薪 冠軍基因代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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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人
先 ， 勇 爭 第

一」是七台河市
冠軍文化的內核，

它植根於七台河獨特
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

質。「敢為人先」，展現的
是不怕失敗、敢於開創的勁

頭；「勇爭第一」，體現的是崇
尚競爭、勇於拚搏的信念。七台河

籍運動員張傑、楊揚、王濛、孫琳
琳、范可新等，無不是奮力拚搏、勇於

戰勝一切的「王者」。
七台河曾是一座「煤城」，煤礦工人在艱

苦環境下，憑着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創業精
神，靠脊樑擎起了一座礦山，採出了千萬噸煤。

而七台河第一代教練員孟慶余就曾是此地的一名礦
工，他繼承了寶貴的礦工精神，更是敢為人先，克服

重重困難，開拓了七台河的短道速滑事業。
「楊揚是中國冬奧冠軍第一人，她的身上就體現了特別能

吃苦的礦工精神。」七台河短道速滑冠軍館講解員關厚焱表
示，楊揚在日記中曾寫到：「作為一名運動員，就應該不怕苦，

不怕累，愛動腦筋，長大就會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如果又是怕
苦又是怕累的，縱然是一個天才，也會被淘汰的。」
作為一個普通礦工的女兒，開啟短道速滑「濛時代」的王濛亦有着超

乎尋常的吃苦精神。14歲時，她為了控制體重，基本不吃主食，餓急了就
啃黃瓜，每天還要穿着像塑料布一樣不透氣的連體服在體育場至少跑30圈，

最終用她頑強的毅力戰勝了發胖期。

▲孟慶余教練（右一）帶領隊員在室外冰場訓練。受訪者供圖

▼七台河職業學院短道速滑訓練中心主教練張傑（中）指
導孩子們進行熱身訓練。 資料圖片

▲七台河市體育局少兒短道速滑業
餘體校重點班教練員姚忠華指導
隊員訓練。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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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的孩子們為了心中的七台河的孩子們為了心中的「「冠軍夢冠軍夢」」在在
冰上馳騁冰上馳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攝


